
JI LIN NONG CUN BAO■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邹天韵2023年7月15日 星期六农村版 03
产业亮点

本报讯 庞智源 报道 近日，
一场热闹的认购会让辽源市西安
区灯塔镇谦和村里的“圈里香猪”
成为“宠儿”。今年饲养的260头
黑猪一下被认购 120余头，剩下
的黑猪也已经找好了销路，这种
订单式养猪模式让谦和村在实现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多了一个“来
钱道儿”。

走进位于谦和村1组的养殖
基地，占地 2万平方米的场地上
建起了近 1000 平方米的两栋猪
舍。仅有 4 个多月大的黑猪自
己拱开了水龙头喝着甘甜的磁
化水，通体黑色的小猪已经长
到了 60 多斤。

“我们的黑猪主打‘无抗’，不
打针，喂的饲料都是没有抗生素
的，在饲料中加入中药，避免病

害，提高小猪自身的免疫力。我
们选的黑猪品种不仅口感好，
瘦肉含量也更高 。”村党支部
书 记 李 国 武 夸 耀 着 村 里 的 黑
猪，言语中满满的骄傲。

这条养猪增收的道路是灯塔
镇党委与谦和村“两委”班子找到
的产业兴村突破口，谦和村有着
多年的养猪基础和众多的养猪农
户，通过立足区位优势，对资源进
行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扬己之
长，大兴产业振兴之路。

“今年这批黑猪预计年底出
栏，利润可达到15万元左右。”李
国武介绍。

在养殖基地的带动下，更多
的农户和养殖大户开始投资养殖
黑猪，谦和村的养殖规模也将进
一步扩大。

黑猪变“金猪”

灯塔镇再添致富门路

本报讯 王春胜 报道
今年以来，大安市烧锅镇
乡按照“一乡三品”“一户
一策”的发展思路，以庭院
为载体，因地制宜发展庭
院经济，鼓励和引导群众
利用庭院大力发展特色农
作物种植，让过去杂草丛
生的空闲地，如今变得干
净平整、郁郁葱葱。

按照“因地制宜、因人
因户发展庭院经济”的要
求，宜种则种、宜养则养、
宜加则加、宜商则商，充分
尊重脱贫户意愿，让农户
自主选择产业、自主确定
规模、自主经营管理。烧
锅镇乡新平村今年庭院经
济改种谷子，如今的谷苗
长势良好，根强苗壮，得到
农户的一致好评和村干部
的认可。

新平村第一书记耿晶
说，为了更好地增加农民
收入，今年全村庭院经济
改种谷子，全村 75户种植
户，种植面积近 3 万平方
米，以目前的长势看，秋后
会有一个很好的收成，预
计户均增收 1200 元。今
年，烧锅镇乡将庭院经济
发展与乡村振兴、人居环
境整治、庭院绿化美化结合，“一乡三品”发展
庭院经济，引导农户发展绿色无污染、具有地
方特色的庭院经济产业，在获得较高经济效益
的同时，美化生活环境。

烧锅镇乡农业站站长张天鹏介绍，该乡今
年庭院经济种植菊花、谷子、辣椒三个品种，全
乡 1083户种植面积达到 43万平方米，直接经
济效益达200多万元。

烧
锅
镇
乡

﹃
方
寸
地
﹄
变
身
﹃
增
收
园
﹄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报
道 四平市将发展庭院经济作
为稳定增加脱贫群众收入的
重要手段，引导农户发展特
色种植、特色养殖、特色加工
等多种庭院经济模式，把发
展庭院经济与乡村振兴有机
结合，让农家“方寸地”变成
增收“聚宝盆”。截至目前，
全市累计发展庭院经济14.97
万户，发展庭院种植面积283
万平方米，发展庭院养殖445
万头（只），累计发放补贴资
金 815.73 万元，户均增收达
到500元以上。

强化资金筹措。统筹各
级衔接资金、涉农整合资金、
县级财政资金、社会帮扶资
金及金融贷款等，通过以奖
代补、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

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庭院经济
项目予以支持。各县（市）区
制定出台支持庭院经济发展
项目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细
化政策措施，规范项目资金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强化产销衔接。各县
（市）区突出建立稳定购销关
系，将庭院经济产品和服务
供给与市场需 求 紧 密 联 系
起来，积极组织龙头企业、
合作社和能人大户与农户
签订订单，加强与商场、超
市等合作实行直供直销、定
点经销，不断扩大庭院经济
产品销路。

强化消费帮扶。加大消
费帮扶力度，大力开展“万企
兴万村”四平行动、“第一书
记代言”等活动。各级包保

领导、包保部门和驻村工作
队落实庭院经济包保机制，
帮助农户搞好项目谋划、资
金筹措、技术指导、日常管理
和稳定销售。

强化载体搭建。将庭院
经济发展与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帮扶车间、小额信贷等
紧密联系起来，探索“庭院经
济＋”、共享庭院等发展模
式，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拓展
稳定增收渠道。创立庭院经
济比武“擂台赛”，培育和选
树一批具有特色的乡镇、村，
引导庭院经济向多元化、现
代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强化典型宣传。及时总

结发展庭院经济的好经验、
好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发展模式，利用电视、广
播、网络等主流媒体，积极宣
传典型经验、推广典型范例，
通过典型引领，推动全市庭
院经济健康发展。

强化调度考核。市、县
两级将庭院经济发展纳入年
度绩效考核范围 ，奖 优 惩
劣，建立“月调度”工作机
制，强化工作通报，督促各
级 党 委 政 府 压 实 主 体 责
任，提高重视程度，确保工
作落实。

发展庭院种植面积283万平方米

四平着力引导农户发展庭院经济

本报讯王 伟 报 道
今年，桦甸市常山镇被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确
定为国家级农业产业
强镇创建单位，为常山
镇甜糯玉米产业增添
无尽动力。

常山镇位于桦甸市
最北部，四面环山，中间
平坦，水系发达、湿度相
宜，昼夜温差大，负氧离
子高，为甜糯玉米种植
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
件。常山镇充分利用这
一资源禀赋，把甜糯玉
米产业作为推进全镇乡
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制
定了《常山镇甜糯玉米
高 质 量 发 展 实 施 意
见》，确立了以甜糯玉
米规模种植为基础，以
甜糯玉米产品深加工
为依托，推动甜糯玉米
全产业链延伸，形成甜
糯玉米产业集群的总
体思路。

2022 年，桦甸市乡
村振兴局为常山镇常兴
村、靠山村投入乡村振
兴衔接资金 160 万元；

2023 年为常山镇五兴
村、大河森村、玉兴村投
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209万元，用于发展高品
质甜糯米种植项目，项
目受益176户 311 人，预
计每年为脱贫户、监测
户 分 红 200 元 。 截 至
目前，常山镇建设甜糯
玉米标准化种植区 10
个、生产加工核心区 5
个。

为提升甜糯玉米产
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水
平，全力推动村集体经
济增收，常山镇积极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在建
12家党支部领办甜糯玉
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建
立“党支部+合作社+企
业+农户”的利益联结机
制，采取代种、联种、土
地托管、土地入股等多
种合作模式，带动域内
及周边农户种植甜糯
玉 米 1580 余 户 ，农 民
年 增 收 1500 余 万 元 ，
村 集 体 年 增 收 160 余
万元，为农户提供就业
岗位1000余个。

常山镇：

推动甜糯玉米全产业链延伸

近年来，和龙市光东村聚焦现代农村田园旅游，采取

“企业+村集体+村民”的运营模式，以乡村旅游为统领，形

成“旅游+文化、旅游+研学、旅游+民宿”的全域旅游发展

格局。图为游客乘坐观光小火车欣赏稻田风光。丁研/摄

本报讯 杨佳琪 报道 近年来，为
持续推进“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安
图县明月镇深挖资源，科学拓展肉牛
产业发展方向，如今肉牛产业已成为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在明月镇福成村 2200 平方米的
养牛基地，4 个大棚存栏肉牛 250 多
头，每天都有专人在这里粉碎饲料、打
扫圈舍卫生。在驻村干部的带动下，
福成村通过第三方代管的模式，解决
了农户缺乏养牛技术等经营难题，肉
牛养殖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益 6.7万

元。
为推进肉牛产业做大做强，明月

镇引进吉林省福牛畜牧有限公司，带
动肉牛繁育、母牛代养产业项目落
地。产出的犊牛，企业分别按照48元/
公斤和每公斤高于市场价1元的价格
收购，预计可为养殖户每头牛增收
4000元左右。

该镇积极创新思路，通过“畜牧
站+防疫员”技术服务模式，举办养殖
技术培训班，入户开展技术指导，宣讲
相关政策，全力解决贷款难、融资难、

抗风险能力弱、缺乏养殖技术等实际
问题。全镇上半年肉牛 防 疫 累 计
11262 头，应免率达 100%。8521 头
肉牛参加保险，活体抵押贷款 810万
元。

如今，明月镇肉牛产业发展呈良
好势头，构建了完整的肉牛养殖服务
体系。全镇肉牛饲养量 15406头，同
比增长 30%，养殖量在 50头以上的大
户 125户……形成了零基础参与肉牛
养殖，一年打基础、二年上规模、三年
增效益的养牛致富新模式。

明月镇：多举措推进肉牛产业快速发展


